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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佳作得到曝光
上海译文出版社抖音号主播潘音行和王

冰怡至少每周都会主导一场直播，接受记者

采访时，潘音行刚刚从上海书展的直播间下

播，她告诉记者，不同于市面上较为常见的直

播低价政策，这场直播在强调价格的竞争力

之外，还比较重视书的内容分享和价值传递。

在潘音行和王冰怡看来，能够让读者在

这个直播间停留，感受让读者对译文品牌产

生认知、对译文新书产生期待是和稳定单场

直播GMV（商品交易总额）同等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直播间，主播除了会介绍很多大

热的畅销书之外，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冷门

佳作，比如《甜品店的女儿们》《蒲公英酒》《克

雷姆斯的弯曲时间》等，这些书在大渠道反应

并不亮眼，但在直播间能做到50多本的单场

销售。与此同时，译文直播间的粉丝也对直

播间以及做直播的主播们产生了高黏性。两

年以来，这个账号靠直播和视频已在抖音后

台积累起五个五百人的群聊。在去年的“八

月之光”读者节上，也有不少抖音观众到上海

译文出版社参观，真切感受出版社氛围。

“在今年的书展大促周内，我们也收集了

读者们的想法，制作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窗帘

布贴纸作为赠品。这也达到了我们本年度至

此为止的单场GMV高点，在不到三个小时的

直播里，双平台达到6万+。”潘音行说，有一

些博主选书的眼光非常独到，《跟大卫 ·哈维

读〈资本论〉》《疾痛的故事》《希望的原理》等

一些已经进入沉默期的社科小众图书经过他

们的讲解，找到了受众，短期内就能迎来加印。

读者品味让人惊艳
保持阅读、思考和表达，是读书博主“吴

主任”的强项，但在他看来，博主这份工作没

那么美妙和文雅。首先面对的是图书选品，

其次是和出版社对接库存、价格、商品文案，

最后才是读书，“一方面，读书是个人习惯；一

方面，我现在还在推广童书，也要学习青少年

教育和心理类知识”。童书更容易变现，却不

是“吴主任”的强项，他的强项在社科类。“我

推的书，我肯定都读过。推书是一个长期生

意，口碑建立很不容易，自己对内容熟悉，才

能对推荐的书有把握推荐。用户真的喜欢

看，口碑才会好。而且也只有看过，讲解的时

候，才会自信有底气。”

青少年粉丝可不能小觑，在做童书推荐

时，“吴主任”会遇到读书很厉害的少年，有时

候在他们的成人图书直播时间段，默默地下

单买了很多书。后来有一天吴

主任在直播《资治通鉴

熊逸版》时，有个少年粉丝就问：“这本书怎么

样，初中生合适吗？”他回答，这得看初中生的

阅读能力，如果你喜欢历史就没问题。结果

少年下单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私信告诉“吴

主任”“第一辑读完了”，如此阅读能力让他很

震惊。

“其实每个读者都是特别的存在，他们的

阅读量、阅读品位也常常会惊艳到我。”文学

类博主南哥说。

博主观众相互成就
许多博主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十分简单

纯粹，就是“因为喜欢读书，想让更多人读到

好书，也让更多好书被人读到”。

社科博主归朴Reviews坦言：“一直都喜

欢阅读，之前自己也开过书店，但实体书店很

难实现盈利，就开始尝试做博主。”

文学类博主“徐哈哈”告诉记者，自己当

上读书博主“是因为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经历了一段被阅读救赎的时

期”。谦虚的他甚至一直不

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

读书博主，“我个

人对读书博主的定义还是门槛挺高的，我最

多就是一个以自媒体的形式，把阅读一本书

的感受分享出来的普通读者而已。只不过，

有人与我的这份感受产生了共鸣，大家就走

到一起，与书同行了。”

博主同时也是读者，比如潘音行就是非

常“偏科”的文学读者，“所以从我开始做直播

起，就侧重于自己擅长的文学类作品分享。

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直播间的调性，也就是

说，更多的观众是和我一样，有着同样审美趣

味的小说读者。”不过目前潘音行也在拓宽自

己的阅读面，希望能够成为“博览群书者”。

读书博主对“同路人”会作些分析研究，每

次直播会实时显示当前看播、下单的人群构成

——性别、年龄等。有意思的是，书籍书名和

设计这些自身因素会直接影响看播人群结构

变化。“在一本书的阅读感受里交流，这个过程

是动态的，流动的。”徐哈哈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书展上的新角色帮更多读者找到知己

今年的上海书展，记者观察发现，灵感始

自于书籍的文创产品其实也是帮助书籍找到

读者的一座桥梁。有时候，读者会因为喜欢

上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文创产品，而循迹去寻

觅与之相关的书籍。而文创开发团队和主理人

就是桥梁的搭建者。以在上海书展上收获诸多

“点赞”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七海制造局”的文

创产品为例，他们的开发思路并非简单地将

作家金句或品牌    印制在产品上，而是深

入研究解读手账使用者、艺术工作者、户外运

动人士、旅行爱好者等人群的共同喜好和生

活方式理念，将其与作家调性结合，开发文

具、包袋、收纳等条线产品，把这类人群的关

注点吸引到阅读上来，借此拓宽读者群体。

在译文出版社的展位上可以看见“阅读

即保存”“万用之书”这两条线的产品，把书籍

开本的术语融合在包袋尺寸的描述上。“万用

之书”这个单品尤其多变，它兼具挂饰、小包、

卡包、A7手账本等多种功能，第一批《月亮与

六便士》《变形记》《玻璃球游戏》《不寻常书本

护理指南》四个品种已经与读者见面。现在

去上海书展，读者还能在“七海制造局”得到

“海上书展”参观纪念船票与展会限定黄铜纪

念牌，与大家共游书海。

阅读之路漫长，找到同路人相伴，才不

孤单。 徐翌晟

20年，上海书展“老地方，老时间”不见不散，但是，20年，阅读
方式和买书方式却发生了巨变。上海书展里随处可见的直播间、
直播镜头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买书”这个行为有了更多人的
参与，层出不穷的图书博主和达人通过网络，扮演了“阅读生
活”的陪伴者。

读者往往有阅读的需求但并不知道什么书适合
自己，选书和读书却变得有难度了。这时，图书博主
通过自己专业的选书眼光和有特色的讲解方式
为读者提供直播、短视频讲解等服务，帮助好
书找到适合它的人，帮读者找到知己。

用文创找到爱书人
手记

■ 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为书与读者架起桥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直播让更多人找
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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